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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保障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俄合作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也是完善“一带一路”服务保障的内容之一ꎮ 从传统模式下的中苏社会

保障交往到现代模式下的中俄社会保障交往ꎬ在交往目的、内容、模式和地位

等方面呈现从政治性到社会性、从制度建构到内容多元、从单方学习到双方

合作、从中国为受援国到合作国的变迁特征ꎮ 百年的变迁有其自身规律ꎬ双

方合作的演化是内外部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ꎮ 新时期ꎬ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背景下ꎬ中俄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将朝着高质量务实合作发展:双方应进

一步深化制度改革领域的合作ꎬ推进管理体制的创新ꎬ同时亟须加快双边社

会保障协定协商进程ꎬ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社会保障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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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劳动权益保障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ＺＤＡ０８３)ꎮ
【作者简介】 　 雷雁淘ꎬ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ꎻ周明ꎬ西北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ꎮ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ꎬ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一环ꎮ 自“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ꎬ中俄两国交往密切ꎬ各领域合作均取得丰硕成果ꎬ社
会保障领域的交往也更加积极ꎮ 社会保障是中俄合作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动中俄两国甚至区域内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ꎻ同时ꎬ随着各领域合作的深入ꎬ各类服务要有更精准的对

接和高效的保障ꎬ相关企业和人员对社会保障有了更迫切的需求ꎬ因此ꎬ社会

保障合作也是完善“一带一路”服务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在“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１０ 周年之际ꎬ中俄社会保障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愈加凸显ꎮ

回顾历史ꎬ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经历了不同阶段ꎮ 早期ꎬ中国共产党对社

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ꎬ从建党初期为工人阶级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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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权益的斗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ꎬ都在很大程度

上承袭了马克思列宁社会保障思想ꎬ学习和借鉴了苏联模式ꎮ 改革开放后ꎬ
中国逐渐走向世界ꎬ吸收和借鉴各国经验ꎬ逐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ꎬ
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ꎬ中俄逐渐开启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平等交往ꎮ
现阶段ꎬ中俄关系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

提到了新高度ꎮ 任何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其经济、人口、政治和社会文

化等条件约束下的适应性选择①ꎬ中俄的社会保障交往同样受到两国政治、
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影响ꎮ 在新时代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ꎬ两国

社会保障交往也应不断完善ꎬ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ꎮ
本文以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保险为重点ꎬ对中俄社会保障

交往进行了简单回顾ꎬ以期对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历程、变迁特征和演变规律

有一个清晰认识ꎬ同时进一步分析在新起点上两国社会保障交往的发展趋

势ꎬ这对推进双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社会保障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　 传统模式下的中苏社会保障交往

苏联时期ꎬ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保障采取国家保障型模式ꎮ 中苏社会保

障交往基本可以归结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模式ꎬ具体可划分为起步奠

基阶段(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５ 年)、密切发展阶段(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０ 年)和低谷转折阶段

(１９６１ ~ １９９１ 年)ꎮ
(一)起步奠基阶段(１９２１ ~ １９４５ 年)
２０ 世纪初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处在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ꎮ 列宁在俄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ꎬ不仅对当时

的俄国有着重要影响ꎬ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借

鉴ꎮ 一方面ꎬ在列宁倡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进行革

命ꎬ将社会保障权益的争取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ꎻ另一方面ꎬ俄国为以工人阶级

为主的无产阶级发声ꎬ极大地吸引了中国人ꎬ中国进步青年开始“行走苏俄”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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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恒:«新时代、新社保与新政策———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趋势»ꎬ«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成立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ꎬ简称苏俄ꎬ１９３７ 年改

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ꎻ１９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成立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ꎬ简称苏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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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ꎮ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ꎬ维经斯基作为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带来了大量苏俄资料

和书刊ꎬ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工会、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ꎻ帮助知

识分子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工人运动ꎮ 同年 １０ 月ꎬ中国第一批赴俄

的瞿秋白、俞颂华等人前往莫斯科ꎮ 瞿秋白在俄两年考察范围广泛ꎬ重点研

究了苏联劳动法、苏维埃宪法等法律ꎬ并以“劳工保险”的概念向国内传播保

险理念①ꎮ 这些经历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建党初期中国社会保险的“引路

人”ꎮ 与此同时ꎬ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了中国共产党ꎬ号召共产主义者要关心群

众的经济和政治要求ꎮ 于是ꎬ回应工人阶级的要求、注重工人阶级福利的社

会保障制度自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现实问题②ꎮ 之后ꎬ中国共产

党大多数有关社会保障的会议和活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参与和指导下开展

的ꎬ一直致力于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ꎮ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ꎬ共产国际远东局代中国共

产党起草了主要法律和决议文件ꎬ包括宪法草案、劳动法、经济政策等③ꎮ 其

中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仿照 １９１８ 年苏俄宪法和 １９２４ 年苏联宪

法ꎬ在其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定中都借鉴了相关内容④ꎮ 大纲指出ꎬ中华苏维

埃政权要制定劳动法ꎬ创立社会保险制度和国家失业津贴ꎮ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劳动法»第 １０ 章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种类等也与 １９１８ 年苏俄劳动法

典中的条文相似ꎮ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文件都深深打上

了苏俄印记ꎮ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保障的一切实践活动都

成为谋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工具ꎬ中苏社会保障交往更多体现在苏联和共产国

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指示、建议等宏观方面ꎮ 在共产国际“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大方针的指导下ꎬ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施了针对各个阶级

的社会保障政策ꎬ对军人的优抚安置、对工人的待遇改善、对农民的减租减

息、对地主富农的取消限制、对灾民难民的开荒生产和帮扶都充分考虑到各

个阶级的需求ꎬ极大地改善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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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戈:«建党初期社会保险的“引路人”»ꎬ«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 １００ 年回顾»ꎬ«管理世

界»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ꎮ
凌步机:«共产国际与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ꎬ«苏区研

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孙光妍、于逸生:«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ꎬ«法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总的来说ꎬ这一时期苏联初步探索并建立了包括工人和雇员及其家庭的

养老金、残疾金、抚恤金以及各类补助金等社会保障制度ꎬ而年幼的中国共产

党在社会保障方面处于“零起点”ꎬ需要苏联的不断帮助ꎮ 可以说ꎬ这一阶段

中苏社会保障交往始于特定背景下ꎬ社会保障主要服务于工人运动和抗日战

争ꎮ 因此ꎬ双方社会保障交往更多体现在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人运动和抗日战

争中对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指导ꎬ还体现在革命进步青年赴苏考

察、学习社会保障相关理论和实践ꎬ投身劳动立法的研究中ꎮ
(二)密切发展阶段(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０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ꎬ全面学习苏联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ꎮ 哈尔

滨作为新中国第一个被解放的大城市ꎬ背靠苏联ꎬ受苏联影响尤为突出ꎬ市
内重点企业的建设、国营企业的经营都参照苏联企业管理模式ꎬ为工人提

供劳动保险ꎬ提供居住、医疗、饮食、娱乐等生活福利ꎮ １９４８ 年ꎬ哈尔滨颁布

«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和«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

保险条例»ꎬ提出要对公营、私营、合作经营企业职工实行劳动保险ꎬ劳动保

险的种类以及各种补助金的规定大量参考了苏联经验ꎮ 同年 １２ 月ꎬ东北

行政委员会颁布«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ꎮ 该条例由从苏

联归来的李立三参照苏联社会保险制度起草ꎬ规定职工享有生、老、病、死、
伤、残等待遇ꎬ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为职工创办疗养、休养、养老等集

体劳动保险①ꎮ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ꎬ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ꎬ向斯大林提出要学习苏联经验ꎬ希望

能派出“各种负责干部”到苏联参观学习ꎬ这些想法后来基本实现ꎬ待其 ８ 月

回国时ꎬ还带回一个苏联高级专家顾问团ꎮ 当时ꎬ新中国的总工会国际科有

四位苏联专家协助工作ꎬ为首的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卡列巴诺夫ꎬ还有一位

专家专门从事社会保险制度的研究ꎮ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

险条例»颁布ꎬ该条例源自 １９３１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 １９４８ 年«东
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②ꎬ苏联专家为劳动保险条例的立法调

研和起草提供了很大帮助ꎮ 此外ꎬ制定新中国宪法时ꎬ毛泽东开列了 １０ 种宪

—２４—

①

②

弋戈:«新中国社会保险史的序章———‹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
概览»ꎬ«中国社会保障»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ꎮ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 ７０ 年发展(１９４９ ~ ２０１９):回顾与展望»ꎬ«中国人民大学

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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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参考书目ꎬ其中第一本就是 １９３６ 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ꎬ第二本是 １９１８
年苏俄宪法①ꎮ 新中国宪法总体上参照了苏联 １９３６ 年宪法结构ꎬ部分条文的

行文措辞与苏联宪法很相似ꎬ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中规定了大量有关社会保障

方面的权利ꎮ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ꎬ中苏文化合作计划在莫斯科签订ꎬ双方同意巩固和发展两

国间的合作ꎬ互派相关领域工作者访问、考察和参加会议ꎮ 同年 ９ 月ꎬ以曹阳

戈为首的中国劳动考察团到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参观和访问ꎬ考察团

吸取了苏联劳动工作中的丰富经验ꎬ并整理写成了«苏联劳动工作见闻札

记»ꎬ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险、职工福利、工资制度等众多内容ꎻ其间ꎬ考察团

还访问了 １９５５ 年成立的苏联劳动科学研究所ꎬ该研究所是一个跨部门科研

组织ꎬ专门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研究ꎮ
总体来看ꎬ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新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ꎬ社会保障

制度选择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苏联模式———国家—单位保障制ꎬ即国

家包揽一切ꎬ公民的生老病死全靠国家和单位(或集体)ꎮ 这一时期ꎬ中苏社

会保障交往密切ꎬ主要体现在苏联帮助新中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ꎬ苏联

专家顾问在总体上指导、协助制定相关政策法规ꎬ以及中国代表团赴苏考察

等ꎬ新中国学习苏联的热情高涨ꎮ
(三)低谷转折阶段(１９６１ ~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６０ 年ꎬ中苏分歧逐渐形成并公开化ꎬ苏联撤走在华全部专家顾问ꎬ中苏

关系恶化ꎬ很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因此终止ꎬ社会保障领域的交往亦进入低

谷ꎮ 之后经历了 ２０ 多年沉寂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两国社会保障交往才逐

步恢复正常ꎮ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ꎬ中苏在莫斯科签订 １９８６ ~ １９８７ 年文化合作计划ꎬ与之前不

同的是ꎬ这个计划的内容更加具体ꎬ细致地列出了各领域合作的条件和要求ꎬ
并且把社会保障领域单独列出ꎻ第一部分第四条明确提到ꎬ将促进中国民政

部和苏联社会保障部之间的交流并建立直接联系ꎬ双方互派专家代表团ꎬ互
相了解对方社会保障工作情况ꎬ并规定了代表团的人数和访问周期ꎮ 之后ꎬ
１９８８ 年签订的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０ 年文化合作计划也提到了双方将根据商定的议题

互派专家代表团ꎮ
除了签订文化合作计划ꎬ两国劳动科学研究所也派代表团开始定期互

访ꎮ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ꎬ苏联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ꎬ双方认为两

—３４—
① 李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ꎬ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ꎬ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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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面面临着共同问题ꎬ在如何合理地提高养老金水平

并与过去的劳动贡献挂钩以及减少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补贴等方面可以

开展共同研究ꎮ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ꎬ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访问苏联ꎬ苏联有

关专家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多次座谈ꎬ并向中方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保障情况

以及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机构设置和经费来源等情况ꎮ １９９１ 年ꎬ两
国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再次互访ꎬ对下一年度社会保险合作研究等事项进

行具体协商ꎮ
可以看出ꎬ自从中苏关系缓和以来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逐渐恢复ꎬ文化合

作计划的定期签订以及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的定期互访逐渐成为一种事

务性机制ꎮ 不过ꎬ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同的是ꎬ此时两国

社会保障制度都出现了原有制度僵化、平均主义、国家和单位负担重、效率低

下等问题ꎬ过度强调国家和单位的责任而未让个人参与分担使社会保障制度

难以持续ꎮ 因此ꎬ双方社会保障交往的焦点转向制度所产生的共同问题以及

如何启动改革上ꎬ而不再以中方学习苏联经验为主ꎮ

二　 现代模式下的中俄社会保障交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ꎬ中国和俄罗斯逐渐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

代模式下的社会保障制度ꎬ双方社会保障交往具体可分为平稳过渡阶段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和深入合作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ꎮ
(一)平稳过渡阶段(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底ꎬ拥有约 ７０ 年历史的苏联一夜之间解体ꎬ俄罗斯成为唯

一继承国ꎻ当月ꎬ中俄签署«中俄两国会谈纪要»ꎬ使两国得以继承和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双方交往中的积极成果①ꎮ 此后ꎬ中苏关系平稳过渡到中俄

关系ꎬ社会保障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亦平稳过渡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ꎬ俄罗斯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访华ꎬ这是苏联解体后中俄

社会保障领域的第一次互动ꎮ 当时ꎬ中国已经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

度ꎬ并明确了社会保险采取统筹方式的基本方向ꎮ 俄罗斯代表团考察了解了

中国具体的改革情况ꎬ双方主要就“中苏社会保障问题合作研究报告”进行了

磋商ꎮ 同年 １２ 月ꎬ中俄政府签订关于在社会劳动领域进行合作的协定ꎬ该协

定可以视为中俄在社会劳动领域合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ꎮ 该协定指出ꎬ双方

—４４—
① 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ꎬ第 ３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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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等九个方面进行合作ꎬ规定了具体的合作方式ꎬ并
提出要协助发展该领域内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间的合作ꎮ 此后ꎬ
两国在社会劳动领域的合作都以此协定为基础ꎮ １９９３ 年ꎬ俄罗斯举办“向市

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社会保障”国际会议ꎬ会上中国代表介绍了中国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问题ꎮ 这次会议对俄罗斯制定相关社会政策有着

积极意义ꎮ
从 １９９４ 年起ꎬ中俄启动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ꎬ高层领导人

交往的机制化直接加强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ꎬ包括社会保障领域ꎮ １９９７ 年

和 １９９９ 年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俄罗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签订了双方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ꎮ １９９９ 年的备忘录强调ꎬ要优先开

展社会保险等四个方面的合作ꎬ社会保险方面的合作包括立法及管理体制、
待遇结构和给付标准、企业补充保险制度、相关数据的管理和保护、经办机构

等多个维度ꎮ
总体上ꎬ这一阶段中俄社会保障交往平稳过渡ꎬ并未受到苏联解体的影

响ꎬ很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初步形成ꎮ 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自此真正进入转型

期ꎬ即从国家—单位保障制转向国家—社会保障制ꎬ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社

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ꎮ 而相比俄罗斯在现收现付制度基础上的改革所带来

的一系列问题ꎬ如保障水平下降、养老金严重拖欠、缴费不足、财政赤字严重

等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思路已较为明晰ꎬ决定采取部分积累制ꎮ 因此ꎬ
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向市场经济过渡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ꎮ
(二)深入合作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
进入 ２１ 世纪ꎬ中俄社会保障领域除了一些机制化的交往ꎬ还呈现新的特

点:多样化、精细化、区域化ꎮ
随着跨国劳动力的增加ꎬ一国公民在对方国家从事短期劳务被视为中俄

极具前途的合作领域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ꎬ中俄签订两国公民在对方国家的短期

劳务协定ꎬ其中对短期劳务人员的社会保险作了具体的规定ꎬ包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工伤、职业病和其他健康损害等ꎬ充分保障了跨国劳

动者的权益ꎮ ２００２ 年年初ꎬ俄罗斯劳动科学研究所代表团再次来中国考察ꎬ
此时的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后刚刚开启新一轮养老保险制度改革ꎬ“三支柱”养
老保险制度在俄罗斯最终落地ꎬ而“三支柱”养老保险中最重要的第二支柱

“强制性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部分和个人积累部分与中国养老保险采取的

“社会统筹 ＋个人账户”很类似ꎬ有很多问题值得双方共同探讨ꎬ时任中国劳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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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向俄方介绍了中国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的

改革、发展及研究情况ꎮ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区域性组织的发展ꎬ中俄社会保障交往越来越多地

体现为双方共同参与区域性或国际性活动ꎮ ２００４ 年ꎬ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

２８ 届全球大会上ꎬ俄罗斯退休基金会董事长巴塔诺夫表示ꎬ中俄两国都是人

口大国ꎬ在保障老年人权益方面有共同的任务ꎬ两国应加强在养老保险改革

方面的合作ꎻ巴塔诺夫还介绍了俄罗斯退休保险制度中实行个人账户和部分

基金积累的经验①ꎮ 之后ꎬ在“金砖国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研讨会上ꎬ俄
罗斯联邦养老保险基金会的莉丽亚塔然尼克介绍了俄罗斯养老金管理机

构以及俄罗斯养老保险制度的相关情况ꎻ时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胡晓义指出ꎬ集中力量覆盖重点人群是社会保障扩大覆盖面较为有效的

策略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ꎬ首要目标就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ꎻ与会代表认

为ꎬ各国应相互借鉴交流ꎬ共同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ꎬ俄罗斯作为主要参与国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一倡

议ꎬ中俄两国共同出席国际活动的特点愈加明显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俄签署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俄罗斯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塔季杨娜布里诺娃表示ꎬ该文件的签署将为在两国

境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公民解决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ꎬ保证两国间更

紧密的协作ꎬ促进双方就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方案②ꎮ ２０２１
年ꎬ双方续签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ꎬ进一步深化了该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ꎮ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８ 年两国元首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联合声明»ꎬ声明第 ２６ 条明确提到ꎬ要推动两国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社会

福利、社区治理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③ꎻ中俄联合声明中不仅明确出现有关

“社会保障”的关键词ꎬ而且内容还涉及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其他类型的社

会保障制度ꎬ更加凸显了两国在该领域合作的重要性ꎮ
总而言之ꎬ这一时期中俄社会保障交往更加务实ꎬ双方的合作范围不断

—６４—

①

②

③

«俄罗斯专家希望加强俄中两国在养老领域的合作»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２００４ － ０９ － １６ / ２０４０３６８７４９３ｓ ｓｈｔｍｌ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ру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ｒｉａ ｒｕ / ２０１４０５２６ / １００９４６９６７１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全文)»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８ / ｃ＿１１２２９５９１９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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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ꎬ合作有了较多新突破ꎮ 尤其是ꎬ两国的社会保障交流逐渐放在更大的

多边合作框架内ꎬ双方共同参与社会保障区域性、国际性的活动ꎮ 此外ꎬ除了

国家层面的交往ꎬ地方政府、民间组织等其他层面的频繁交往也充实了两国

在该领域的交流ꎬ如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地方合作ꎬ两国

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学术研讨以及各种协会之间的相互协作等ꎮ

三　 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基本特征及演变规律

从前文梳理中可以发现ꎬ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内容

和方式ꎬ带有独特的时代烙印ꎮ 纵观整个社会保障交往史ꎬ呈现鲜明的内在

特征和演变规律ꎮ
(一)基本特征:四个转变

从交往目的、交往内容、交往模式和交往地位等方面来看ꎬ中俄社会保障

交往有显著的特征变化ꎬ概括起来ꎬ经历了以下四个转变ꎮ
１ 交往目的:从政治性到社会性的转变

中俄社会保障交往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目的性ꎮ 中苏时期ꎬ两国社

会保障交往更多地服务于政治ꎮ 对于苏联来说ꎬ作为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社

会主义国家ꎬ它积极帮助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ꎬ发展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事业ꎬ以此壮大社会主义阵营ꎬ提高其国际地位ꎮ 同时ꎬ出于地缘政治

和国家安全考虑ꎬ苏联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交往ꎬ将中国作为其对抗英美

的缓冲地带ꎮ 对于中国来说ꎬ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工人革命还是在经济

建设中都需要向苏联学习、汲取其经验ꎬ以巩固新生政党、新生政权ꎮ 从社会

保障制度本身来讲ꎬ苏联的社会保障模式在当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

现ꎬ它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ꎬ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ꎬ是无产阶级

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和手段ꎮ 因此ꎬ在那个特殊年代ꎬ两国之间的

社会保障交往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ꎬ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中苏关系逐渐恢复正常ꎬ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ꎬ意识

形态色彩淡化ꎬ两国的社会保障交往更多地突出社会保障本身所具有的社会

性ꎬ不再单纯从属于政治要求ꎮ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两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项

重要制度ꎬ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可能面临的生活风险的防范ꎬ以保障公民最基

本的生活需要和增进其各项福利ꎬ是双方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ꎮ 在中俄政治互信的前提下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逐渐聚焦于社会保障制度

本身的改革和完善ꎬ更具专业性ꎬ双方旨在寻求更多社保领域的合作ꎬ解决发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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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难题和新问题ꎬ社会经济属性明显增强ꎮ
２ 交往内容:从制度建构到内容多元的转变

中苏时期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多体现在基础层面ꎬ体现在苏联对中国在

社会保障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帮助和影响ꎮ 在起步奠基阶段ꎬ苏联帮助中国工

人阶级成立工会ꎬ通过工人运动不断提高工人觉悟ꎬ使其争取劳动和社会保

障权益ꎻ中华苏维埃政权存续时ꎬ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起草劳动法、土地

法、宪法等法律文件和决议ꎬ以法律形式保障工人和农民的利益ꎻ抗日战争时

期ꎬ通过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方针的指导及其提供的各种援助ꎬ
中国共产党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ꎮ 在密切联系阶段ꎬ苏联军

队、侨民、工厂企业等苏联因素对中国东北解放区劳动保险的法治建设产生

了深远影响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苏联派出的专家顾问对中国与社会保障相关的

法律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帮助ꎮ 可以看出ꎬ中苏时期ꎬ两国社会保障

交往的内容主要是中国对苏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制度模式、法律法规建设

等方面的学习和探索ꎮ
中俄时期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内容完全不同于中苏时期ꎬ伴随着社会保

障思维的转变ꎬ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成为两

国共同的选择ꎮ 两国开始重塑国民的社会保障理念ꎬ其生老病死不再指望国

家和单位ꎬ而是逐渐认同个人参与缴费的责任分担机制ꎬ社会保障坚持效率

兼公平的价值取向ꎬ因此ꎬ制度改革始终是双方社会保障交往的重点ꎮ 与此

同时ꎬ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养老保障问题凸显ꎬ养老金制

度改革成为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 世纪末ꎬ随着社会保障国际合作

进入成熟阶段ꎬ中俄两国也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国内企业和劳动者延伸到

跨国企业和跨国劳动者ꎬ增加了针对跨国群体的社会保障合作ꎮ 总之ꎬ中俄

时期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内容多元ꎬ涉及理论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等多个

维度ꎬ紧贴社会保障发展的现实需要ꎮ
３ 交往模式:从单方学习到双方合作的转变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ꎬ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

保障思想ꎬ积极探索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意义

和基本原则ꎬ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

贡献ꎬ同时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作出了表率①ꎬ中国

就是其中之一ꎮ 中苏时期ꎬ两国的社会保障交往模式主要是中国对苏联社会

—８４—
① 梅哲:«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研究»ꎬ«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８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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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度的单方面学习ꎬ经历了从最初直接照搬苏联模式的机械学习到后来

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借鉴创新ꎬ最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了与

苏联相同的国家包办式的社会保障制度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随着中俄向市场经济过渡ꎬ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制

度的弊端逐渐显现ꎬ两国都踏上了改革之路ꎮ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走出去”
战略ꎬ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社会保障先进经验ꎻ而俄罗斯经过政治上的解体、
经济上的“休克疗法”ꎬ社会保障制度也亟须同步变革ꎬ开始借鉴西方发达国

家经验ꎮ 因此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有了共同的起点和共同的话题ꎬ即在改革

道路上交流经验、共同探索ꎮ 不同的是ꎬ俄罗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处在动

荡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大萧条之中ꎬ进行的是激进式改革ꎬ而中国社会保障制

度的改革在较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ꎬ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ꎮ 这一时

期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ꎬ不再是中国对俄方单方面学习ꎬ
而是双方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道路上的平等交流与合作ꎬ是对现代社会保障

制度发展和完善的共同切磋和探讨ꎮ
４ 交往地位:中国从社会保障受援国转向社会保障合作国

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两国交往地位的变化ꎬ中国从社会

保障受援国逐渐转变为社会保障合作国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促进双方社

会保障发展合作的倡导国ꎮ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一直以苏

联为主体ꎬ苏联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下对国家社会保障模式进行尝试ꎬ这
对当时处于黑暗和严重落后状态的中国来说是极度向往的ꎬ因此中国一直将

苏联作为主要示范者和学习的对象ꎮ 无论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推广ꎬ还是各类

补助金制度的建立以及集体福利制度的实施ꎬ中国始终是两国社会保障发展

合作的受援国ꎬ是接受苏联帮助的一方ꎮ
改革开放之后ꎬ中国大力发展经济ꎬ逐渐走向世界舞台ꎬ建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ꎬ织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ꎮ
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俄罗斯具有较大吸引力ꎬ尽管俄罗斯社

会保障制度深受西方思潮影响ꎬ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也有值得俄罗斯参

考和借鉴的地方ꎮ 此外ꎬ在双方共同参与的区域性组织和国际舞台上ꎬ中
国也在积极推动各国社会保障的共同发展与合作交流ꎮ 例如ꎬ国际社会保

障协会第 ２８ 届全球大会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人人享受社会保障”的理念ꎬ
第 １０７ 届国际劳工大会决议中引入了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ꎬ第 １０８ 届国际劳工大会宣言提出了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未来工

作议程等ꎮ 显然ꎬ中国在中俄社会保障交往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一方ꎬ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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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社会保障合作国ꎬ甚至成为促进中俄与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发展与合作

的倡导国ꎮ
(二)演变规律:“外部 ＋内部”因素共同驱动

中俄社会保障交往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驱动ꎬ它不是一个单独运

作系统ꎬ而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有机结合的整体ꎬ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

的交流与合作ꎮ
１ 外部驱动

外部驱动主要指中俄社会保障交往受两国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ꎮ
首先ꎬ无论哪个阶段ꎬ中俄社会保障交往深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

约ꎮ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国际援助”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同志加兄

弟”ꎬ之后 ２０ 多年的“分歧和曲折”ꎻ苏联解体后ꎬ中俄关系持续升级ꎬ１９９２ 年

两国“相互视为友好国家”ꎬ１９９４ 年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ꎬ１９９６ 年发展为

“面向 ２１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ꎬ２０１１ 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ꎬ２０１９ 年步入“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ꎮ 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

出ꎬ中苏(俄)社会保障交往贯穿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全过程ꎬ其发展受两国政

治关系的直接影响ꎬ尤其是中俄时期ꎬ政治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为社会保障

领域的深层次交流提供了保障ꎮ
其次ꎬ中俄经济关系的持续升温进一步引领和驱动了两国社会保障的交

流与合作ꎮ 尤其是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一方面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ꎬ另一方面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ꎬ使中俄在经

济领域开展了大规模、深层次的合作ꎬ战略性大项目愈来愈多ꎮ 此外ꎬ２０１４ 年

乌克兰危机后ꎬ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制裁ꎬ２０１８ 年美国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ꎬ
中俄两国都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ꎬ经济合作逆势上扬ꎬ贸易、能源、投资

等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①ꎮ 经济领域的频繁互动增强了相关企业、组织和人

员的流动性ꎬ衍生了这部分群体更多的社会保障需求ꎬ积极推动着两国社会

保障合作的协商进程ꎮ
２ 内部驱动

内部驱动主要指中俄社会保障交往受到两国社会保障思想转变以及社

会保障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自我驱动ꎬ即中俄社会保障交往有其自身独立性ꎬ
这是由社会保障的经济社会属性决定的ꎮ 社会保障作为造福一国公民、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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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玉军:«中俄经济关系:现状、特点及平衡发展»ꎬ«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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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福利的有效手段ꎬ一直以来深受世界各国关注和重视ꎬ中俄两国在不同

阶段的交往既是出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需求ꎬ也是出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

和改革的需要ꎮ
中苏时期ꎬ两国社会保障交往出于中国急需建立一整套有利于维护劳动

人民权益的社会保障制度ꎬ苏联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制度建设提供了可能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中俄社会保障思想发生了巨大转

变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保障型模式已不再适宜ꎬ面对原有制度模式的内

在缺陷以及转型过程中社会保障新模式的选择ꎬ双方社会保障交往的重心发

生了变化ꎮ 受世界银行“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影响ꎬ中俄都选择了部分基金

积累的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方式ꎬ以强调个人的责任ꎬ减轻政府的负担ꎬ同时还

积极发展各种补充养老保险ꎬ形成由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的多层次社

会保障体系ꎮ 同时ꎬ西方国家备受人口老龄化困扰ꎬ养老金的可持续发展受

到巨大挑战ꎬ已先于中国和俄罗斯开启了养老金的进一步改革ꎬ其改革思想

又推动着中俄在相关领域的探索和交流ꎮ 社会保障改革思想的转化和理论

的发展不断推动着两国在实践层面的交往ꎬ因此ꎬ中俄社会保障交往演变的

本质还是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需求ꎮ

四　 高质量务实合作: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新篇章

２０２３ 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１０ 周年ꎬ也是一个新起点ꎬ预示着

中俄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即将翻开新篇章ꎬ进入新的发展时期ꎮ 两国社会

保障交往也要适应新形势ꎬ双方要不断推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ꎬ使制度改革、
管理体制、双边合作及区域内多边协作等各个层面都朝着高质量务实方向

发展ꎮ
(一)深化制度改革领域的合作

制度改革领域的合作是中俄社会保障交往的重要内容ꎬ尤其是养老保

险制度的改革一直是重中之重ꎮ 中俄两国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

势ꎬ如何缓解出生率降低、劳动力减少、老龄人口增多、预期寿命增加等因

素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造成的冲击和压力ꎬ减少财政补贴和养老金赤字ꎬ
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难题ꎮ 未来ꎬ两国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对话沟通ꎬ寻找

解决途径ꎮ
２０１８ 年ꎬ俄罗斯颁布了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ꎬ最初“将男性退休年龄延

至 ６５ 岁ꎬ女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３ 岁”的方案遭到俄罗斯公民的强烈抵制和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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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ꎬ最终妥协方案为“男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５ 岁ꎬ女性退休年龄延至 ６０ 岁”①ꎮ
尽管政府做了妥协ꎬ仍然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抗议ꎬ普京总统的支持率因此

大幅下降ꎬ统一俄罗斯党在之后的地区选举中也遭受重创②ꎬ产生了一系列

负面影响ꎮ 在中国ꎬ延迟退休也将是必然趋势ꎬ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政策已经明确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ꎮ 俄罗斯提高退休年龄ꎬ从政策制定、
政策执行到政策影响和效果都可以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ꎮ 未来ꎬ两国应加

强这方面的沟通ꎬ共同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顺利实施ꎬ促进政策效果向更为

积极的方向发展ꎮ 此外ꎬ俄罗斯养老储蓄金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ꎬ自 ２０１４ 年

被冻结后ꎬ每年都延长冻结期限ꎬ２０２２ 年年底决定将冻结期限延至 ２０２５
年③ꎮ 养老储蓄金冻结后ꎬ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尝试了几种转型方案ꎬ２０１６
年提出建立个人养老金 ( ИПК)④ꎬ ２０１９ 年提出实行养老金保障计划

(ГПП)⑤ꎬ２０２０ 年提议建立新的个人投资账户(ИИС)⑥ꎬ但这些方案一直都

未实行ꎮ ２０２２ 年年底ꎬ俄罗斯财政部和央行制定了公民长期储蓄计划草案ꎬ
计划于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进行立法改革工作ꎬ草案提出将新的个人投资账户(即
第三类个人投资账户)用于养老金计划⑦ꎮ 总之ꎬ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俄罗斯一

直致力于制定新的养老储蓄金制度ꎬ鼓励公民自愿进行养老金积累ꎮ 而中国

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ꎬ并
于 １１ 月底正式实行个人养老金制度ꎬ开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完全积累ꎮ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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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高际香:«俄罗斯延迟退休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分析»ꎬ«欧亚经济»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ꎮ
Ｅｌｅｎａ Ｍａｌｔｓｅｖａꎬ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ꎬ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ꎬ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 ４(３):ｐｐ ３７５ － ３９９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０５ １２ ２０２２ г № ４７２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８６０４

У россиян появитс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пенсионный капитал. ｈｔｔｐｓ: / / ｃｂｒ ｒｕ /
ｐｒｅｓｓ / ｅｖｅｎｔ / ? ｉｄ ＝ ６１３

Минфин доработает проект новой добровольной накопительной пенс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ｒｕ / ｒｕｓｓｉａ / ７５１４６６

ЦБ предложил создать новый тип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счетов для граждан Будут
ли они полезны россиянамꎬ которые хотя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копить на пенси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ｂｃ ｒｕ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 ２９ / １０ / ２０２０ / ５ｆ９ａａｆ７５９ａ７９４７６７５ｄ４７６６ｅｂ

Минфин и ЦБ разработали программу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сбережений граждан.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９ / ９５４５９５ － ｍｉｎｆｉｎ － ｉ － ｔｓｂ － ｒａｚｒａｂｏｔ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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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未来两国可以在公民自愿积累养老金方面(如增强自愿养老金储蓄的吸

引力、提高资金保障能力等)进行更多探索ꎬ使多层次养老金体系成为双方应

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效机制ꎮ
当然ꎬ除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ꎬ中俄两国还应将合作辐射到职业伤害险、

长期护理险等险种上ꎬ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推动相

关险种的改革ꎮ 同时ꎬ双方还要拓展和丰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其他类型

社会保障制度的合作ꎬ取长补短、相互借鉴ꎬ积极发展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保

障体系ꎮ
(二)推进管理体制创新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社会保障各系统能否顺畅、高效运行ꎬ中
俄两国应深化这方面的合作ꎬ尤其在数字时代更要增强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

能力ꎬ提升管理效率ꎮ
一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信息化管理的合作ꎮ 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开发和运用既给社会保障系统的管理带来机遇也带来

了挑战ꎬ数字时代社会保障的管理必须打破传统管理模式ꎬ与时俱进ꎬ管理系

统应更加便捷化、规范化、信息化和透明化ꎮ 两国应加强在社会保障信息网

络建设、相关数据的存储和处理、各部门信息共享等先进技术层面的合作ꎬ相
互借鉴ꎬ运用新技术创新合作方式ꎬ使社会保障交往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ꎮ

二是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合作ꎮ 一方面ꎬ为了优化养老基金和社会

保险基金的结构ꎬ减少管理成本ꎬ从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俄罗斯养老基金和社

会保险基金合并为统一的俄联邦养老和社会保险基金(СФР)①ꎬ俄罗斯公民

只需向该基金提交一次综合申请ꎬ即可获得相应的各种社会福利ꎬ简化了服

务获取程序ꎮ 其本质上是一个简化管理程序的问题ꎬ两国可以在简化政务服

务、降低管理成本问题上进行更多探讨ꎮ 另一方面ꎬ中俄社会保障基金都面

临最大限度保值增值问题ꎬ俄罗斯通货膨胀率较高ꎬ基金投资收益率有时甚

至不及通货膨胀率ꎻ而中国社会保障基金也面临保值增值效率低下的问题ꎬ
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统筹层次低ꎬ基金每年实际贬值规模巨大②ꎻ减
少财政补贴、使社会保障基金最大限度地增值保值是两国共同的追求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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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С １ января ２０２３ года ПФР и ФСС будут объединены в единый Социальный
фонд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 ｒｕ / ｌａｗ / ｈｏｔｄｏｃｓ / ７６２３２ ｈｔｍｌ

丛春霞、邵大妞:«完善养老金个人账户———瑞典的经验及启示»ꎬ«社会保障研

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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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两国的社会保险都存在缴费率较高以及保费少缴漏缴等问题ꎮ 综上ꎬ未
来两国可以在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投资管理和运营监督等方面加强合作ꎬ
创新合作模式ꎬ在如何减少社保基金的少缴漏缴行为、增加基金投资收益和

安全性、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加强法治监督和民间监督等问题上增强互动ꎮ
(三)加快中俄双边社会保障协定的协商进程

２１ 世纪ꎬ俄罗斯政府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向远东地区ꎬ而远东地区人口危

机导致的劳动力资源匮乏给中俄两国的劳务合作带来了难得的机会①ꎮ 此

外ꎬ从 ２００６ 年中俄互办“国家年”开始ꎬ几乎每两年都有中俄主题年活动ꎬ如
“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
技创新年”等ꎬ给两国企业和相关人员提供了难得的互动机会和空间ꎮ ２０１５
年“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客观上促进和增强了中俄跨国企

业和跨国劳动力的流动性ꎬ这部分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因此摆在了更加突

出的位置上ꎮ
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与德国签订首部双边社会保障协定以来ꎬ已先后与韩国、

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法国、西班牙、卢森堡、日本、塞尔维亚等 １０
多个国家正式签订了双边社会保障协定②ꎬ但与俄罗斯还在协商过程中ꎬ暂
未达成协定ꎮ 目前ꎬ在中俄签订的短期劳务协定以及劳动与社会保障合作备

忘录中ꎬ内容有限ꎬ覆盖人群也有限ꎬ主要针对临时逗留不超过两年的劳动

者ꎬ符合条件的可以不缴纳养老保险ꎬ但是对其他劳动者还存在社会保障双

重缴费和待遇支付障碍等问题ꎮ 因此ꎬ中俄两国应加快双边社会保障协定的

协商进程ꎬ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社会保障的优惠政策覆盖更多的跨国企业

和跨国劳动者ꎬ有效减轻这部分群体的负担ꎬ切实维护其在境外的社会保障

权益ꎬ为两国“一带一盟”建设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ꎬ更好地助力其他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ꎮ
(四)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社会保障合作

一直以来ꎬ中俄两国在众多国际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协调和配合ꎬ共同

倡导和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俄印机制、
二十国集团、东亚峰会和亚信峰会等多边机制ꎬ今后的趋势也必然是两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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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雷丽平、朱秀杰:«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危机与中俄劳务合作»ꎬ«人口学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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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参与其中ꎬ扮演重要角色ꎮ
区域社会保障合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ꎬ一是国与国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

衔接ꎬ区域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的跨国转移和流动ꎬ由此带

来的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议题①ꎮ 如

前文所述ꎬ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背景下ꎬ劳动力不仅在中俄之间甚至在

区域内国家之间频繁流动ꎬ这对区域内社会保障便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对国家间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产生了更复杂的需求ꎬ因此ꎬ未来中俄两国要

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内社会保障多边合作ꎬ积极解决相关群体社会保障的缴

费、转移、接续和管理等问题ꎮ 二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发展和完善ꎮ
区域内国家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贫困等问题ꎬ都面临如何完善社会保

障体系、造福本国人民的共同课题ꎮ 除了主要的社会保险方面的合作ꎬ在社

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方面也应加大沟通力度ꎮ ２０２０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ꎬ中国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ꎬ为俄罗斯、中
亚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减贫脱贫经验ꎮ
因此ꎬ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致力于减少贫困是今后各国社会保障合

作的共同使命ꎮ

结　 语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至今ꎬ中苏(俄)社会保障交往已有百年历史ꎮ 百

年历程清晰地揭示了两国社会保障交往的变迁特征及其受到两国政治、文
化、经济等多重关系的影响ꎮ 尽管两国的社会保障交往是一个相对狭小的领

域ꎬ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忽视ꎮ 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阶

段、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１０ 周年的新起点上ꎬ应不断增进两国政治互信ꎬ
积极推动经贸和文化往来ꎬ全方位地为两国社会保障交往提供稳定的环境和

强有力的保障ꎮ 同时ꎬ两国也应不断充实社会保障领域的合作ꎬ为其他领域

合作提供完善的服务保障和强劲的支撑ꎮ 总之ꎬ在未来的社会保障交往中ꎬ
中俄两国应展现更多的使命担当ꎬ贡献更多“中俄方案”ꎬ积极促进区域内各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共同发展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ꎮ
(责任编辑:农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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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秀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社会保障多边合作机制研究———借鉴欧盟政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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